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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(要!目的(对我国 @ 省 \0@ 份市售食用植物油中 ! 种黄曲霉毒素"’7X& $’7X* $’7G& 和 ’7G* #污染状况进行

调查% 方法(首先用酶联免疫吸附 "-F8V’#法快速筛检市售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!再用超高效液相色谱
"‘:F9#法对阳性样品中 ! 种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进一步确证% 结果(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总量的含量范

围在 )?)B g**&?)) !O3WO之间!平均为 &A?0) !O3WO%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污染以 ’7X& 为主!其检出率为 &\?*&e

"&*\3\0@#!平均含量为 &B?*) !O3WO% 其次是 ’7X* $’7G& 和 ’7G* % 花生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重!’7X& 超标率

为 &&?1\e"*13*&B#% 来自广西的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重!’7X& 超标率达 &A?*0e"*)3&)!#% 此外!

散装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含量高于定型包装样品% A1?!1e"&*B3&0*#的阳性样品检出 * 种或 * 种以上的黄

曲霉毒素% 结论(我国食用植物油存在黄曲霉毒素协同污染现象!并以 ’7X& 为主% 花生油$来自广西的植物油样

品以及散装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高!需重点监测并加以监管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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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黄曲霉毒素#<KE<$D564="’7=$是一类主要由黄曲
霉’寄生曲霉和集峰曲霉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有毒
代谢产物"具有致畸’致突变和致癌作用* 黄曲霉
毒素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 X& #’7X& $’黄曲霉毒素
X*#’7X*$’黄曲霉毒素 G&#’7G&$和黄曲霉毒素 G*
#’7G*$"其中以 ’7X& 的毒性最强"已被国际癌症
研究机构列为 8类致癌物"低剂量长期摄入或大剂
量一次暴露可引起多种动物的肝脏发生癌变 (&) *
动物试验 (*)表明"’7X& 的半数致死量#Fa1) $为 )?1
g&) CO3WO"其毒性远高于氰化物’砷化物和有机农
药等"不仅可引起人或动物发生急性中毒甚至死
亡"还是人类肝癌的重要致病因素* 在世界各国的
肝癌高发区"膳食摄入黄曲霉毒素与肝癌高发病率
之间具有正向剂量%反应关系*

黄曲霉毒素可广泛污染花生’玉米和棉籽等油
料作物"由此导致食用植物油中存在黄曲霉毒素污
染现象 (0) * -Ff‘:8H等 (!)于 *))A 年在苏丹喀土穆
的调查发现"A@?@e的食用植物油样品受到黄曲霉
毒素污染"且黄曲霉毒素总量#’7X& b’7X* b’7G&
b’7G* $的含量在 )?! g0!) !O3WO之间"平均为
1\?1 !O3WO* 我国是食用植物油生产和消费大国"
油料作物及食用油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较为普遍*

目前我国虽规定了食用植物油中 ’7X& 的限量标
准"但尚未制定黄曲霉毒素总量的限量标准* 为了
解我国食用植物油中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污染情况"
应对我国食用植物油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的技术壁
垒"也为制定相关标准提供依据"本研究在 *)&1 年
对我国 @ 省市售食用植物油中 ! 种黄曲霉毒素污染
现状进行调查*

&(材料与方法
&?&(材料
&?&?&(样品采集

根据地理环境’气候条件’居民消费习惯和食
用油产量等"选取山东’四川’广西’黑龙江’河北’
江苏’贵州和云南 @ 省3自治区作为采样点"分别从
零售店’小油坊’超市和农贸市场采集市售食用植
物油样品* 所采样品包括定型包装和散装两种"定
型包装产品每份采集一个最小包装"散装产品每份
采集 &*) g* 1)) CE* 所有样品采集后一分为二"一
份用于试验分析"另一份留样备用* 样品采集密封
后"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* 本研究共采集市售食用
植物油样品 \0@ 份"具体类别’产地及采样数量见
表 &*

表 &(食用植物油采样信息
.<SE#&(84KDTC<$6D4 DK#U6SE#Z#O#$<SE#D6E=<C>E#=

采样地区
样品份数

花生油 大豆油 菜籽油 芝麻油 玉米油 调和油 葵花籽油 色拉油 其他
合计

山东 &)1 \@ 0 !B A &) 1 @ & *B1

四川 * 1 11 A A ! ! ! *1 &)1

广西 A0 0 ! ! * 1 ! ! & &)!

黑龙江 ! \0 ! ! B * ! 0 * @B

河北 &0 A & 1 1 * &) ! *0 B@

江苏 * &0 &1 ! B &0 \ ! * 1@

贵州 & ! 0* ! ! & ! ! ! 0!

云南 ! & &* ! & ! ! ! ! &@

合计 *&B &@* &&@ B) 0@ 0\ ** && 1! \0@

注%!表示未采样&其他包括橄榄油’油茶籽油’核桃油’稻米油’花椒油’藤椒油’芥花油’棉籽油和亚麻籽油

&?&?*(主要仪器与试剂
l<$#T=’9n‘8.].,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#美国

l<$#T=$’VR4#TOR"& 多功能酶标仪#美国 X6D.#W$’

电子天平’纯水仪#*1 i电阻率 d&@?* ,%+;C$’多
功能振荡器*

’OT<nN<4$’7X& -F8V’检测试剂盒 #奥地利
HDC#TF<S=$"’KE<.#=$lX黄曲霉毒素免疫亲和柱
#美国 289’,$"浓度分别为 &?))’ )?0)’ )?A@ 和
)?0& CO3F的 ’7X&’’7X*’’7G& 和 ’7G* ! 种毒素
标准混合溶液购自美国 VN>#E;D"乙腈’甲醇均为色
谱纯"甲醇’氯化钠均为分析纯*

&?*(方法
&?*?&(食用植物油中 ’7X& 含量的快速筛检

称取食用植物油样品 1 O#精确到 )?)& O$"加
入 *1 CE甲醇%水 #\) t0)"G*G$溶液* &1) T3C64 振
荡提取 0) C64"静置 &) C64* 上清液经玻璃纤维滤
纸过滤后"滤液用 ’OT<nN<4$’7X&-F8V’试剂盒中
提供的稀释液按 &t*稀释"用 & CDE3F的盐酸或氢氧
化钠溶液调节 >"jB g@ 后"按照 -F8V’试剂盒提
供的说明进行 ’7X& 测定* 该试剂盒 ’7X& 检出限
为 *?)) !O3WO* 对于 -F8V’初筛结果 ’7X& !
*?)) !O3WO的阳性样品"全部采用超高效液相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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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 # ‘:F9$ 法 进 行 包 括 ’7X& ’ ’7X* ’ ’7G& 和
’7G* 在内的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检测确证&而对
于初筛结果 ’7X& v*?)) !O3WO的阴性样品则不
进行复测*
&?*?*(标准溶液的配制

取 &?) CE! 种黄曲霉毒素混合标准品原液
#’7X&’’7X*’’7G& 和 ’7G* 浓度分别为 &?))’
)?0)’)?A@ 和 )?0& CO3F$用纯甲醇定容至 &) CE"配
制成 ! 种黄曲霉毒素混合标准储备液#其中 ’7X&’
’7X*’’7G& 和 ’7G* 浓度分别为 &))’ 0)’ A@ 和
0& !O3F$* 使用时"用 1)e甲醇水溶液将上述标准
储备液逐级稀释"配制成系列混合标准工作液*
&?*?0(样品提取与净化

称取食用植物油样品 &) O#精确到 )?)& O$"加入
* O氯化钠"!) CE甲醇%水#\)t0)"G*G$溶液* &1) T3C64
振荡提取 0) C64"静置 &) C64* 上清液经玻璃纤维滤
纸过滤后"取 &1 CE滤液"用 &1 CE超纯水稀释"混匀后
再次过滤* 移取 &1 CE滤液通过 ’KE<.#=$lX黄曲霉毒
素免疫亲和柱"待滤液完全通过免疫亲和柱后"用
&) CE超纯水淋洗"最后用 & CE甲醇洗脱"收集全部洗
脱液并用 & CE超纯水定容至 * CE待测*
&?*?!(仪器条件

l<$#T=’9n‘8.]X-" 9&@ 色谱柱 # 1) CCh
*?& CC"&?\ !C$"柱温 01 i&流动相%水%乙腈%甲
醇#B! t&@ t&@"G*G$"流速 )?01 CE3C64&进样量 & !E"
进样室温度 *) i&荧光检测器%激发波长 0B1 4C"
发射波长 !11 4C*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检出限均
为)?)1 !O3WO*

*(结果与分析
*?&(总体污染

本次调查"共有 &!\ 份食用植物油样品 -F8V’

初筛 ’7X& 阳性* 采用 ‘:F9法对初筛 ’7X& 阳性
的样品进行 ! 种黄曲霉毒素含量的检测确证后"发
现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主要以
’7X& 为主"其检出率为 &\?*&e#&*\3\0@$"见表 **

且 样 品 中 ’7X& 的 平 均 污 染 含 量 最 高" 达
&B?*) !O3WO"其污染范围在 )?)B g*)B?)) !O3WO

之间* 共有 *B 份食用植物油样品 ’7X& 含量超出

我国规定的限量标准 (1) #花生油和玉米油中 ’7X&
限量标准为 *) !O3WO"其他油均为 &) !O3WO$"超标
率为 0?1*e#*B3\0@$"且超标样品中 ’7X& 的平均
含量为 11?1) !O3WO* 其次污染含量较高的依次是
’7X*’’7G& 和 ’7G*"其平均污染含量分别为 0?)!’
)?@* 和 )?*! !O3WO"检出率分别为 &\?0!e #&*@3
\0@$’&1?)!e#&&&3\0@$和 !?)\e#0)3\0@$* ! 种

黄曲霉毒素总量 #’7X& b’7X* b’7G& b’7G* $的
污染范围在 )?)B g**&?)) !O3WO之间"平均含量
为&A?0) !O3WO*

表 *(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总体污染情况
.<SE#*(/<$NT<ED;;NTT#4;#DK<KE<$D564=64 #U6SE#Z#O#$<SE#D6E
黄曲霉毒
素污染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3e

’7X& )?)B g*)B?)) &B?*) \?A1 &\?*& #&*\ 3\0@$
’7X* )?)1 g*A?0) 0?)! &?1! &\?0! #&*@ 3\0@$
’7G& )?)A g&0?&) )?@* )?00 &1?)! #&&& 3\0@$
’7G* )?)1 g*?1) )?*! )?&) !?)\ #0) 3\0@$

总量 )?)B g**&?)) &A?0) A?0) !

注%!表示无数值

*?*(不同种类
如表 0 所示"无论从检出率还是平均含量看"花

生油中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污染情况都是最严重的*
花 生 油 样 品 中" ’7X& 的 检 出 率 为 1\?!&e
#&*!3*&B$"其含量范围在 )?)B g*)B?)) !O3WO之
间"平均值为 &B?0) !O3WO* 其中有 *1 份花生油样
品 ’7X& 含量超出我国规定的限量标准"占超标样
品的 AB?&1e # *13*B $"占花生油样品的 &&?1\e
#*13*&B$"且超标花生油样品中 ’7X& 的平均含量
为 1B?1) !O3WO* 花生油样品中 ’7X*’’7G& 和
’7G* 的检出率分别为 1\?@\e#&*13*&B$’1)?))e
#&)@3*&B$和 &0?!0e#*A3*&B$* 其平均污染含量
依次为 0?)B’)?@! 和 )?*! !O3WO* 此外"! 种黄曲
霉毒素的最高污染含量均检自花生油样品* &@* 份
大豆油样品中 ’7X&’’7X* 和 ’7G& 均检出 * 份阳性
样品"其中有 & 份样品 ’7X& 的含量超出我国规定
的限量标准"含量为 0&?)) !O3WO* 大豆油样品中未
检出 ’7G** 0@ 份玉米油样品中"! 种黄曲霉毒素各
检出 & 份阳性样品* 而菜籽油’芝麻油’调和油’葵
花籽油’色拉油和其他油中均未检出 ! 种黄曲霉毒
素* 从黄曲霉毒素总量的污染状况看"花生油中黄
曲霉毒素总量的污染范围为 )?)B g**&?)) !O3WO
之间"平均含量为 &A?!) !O3WO* 可见"花生油中黄
曲霉毒素的污染最为严重*
*?0(不同地区

如表 ! 所示"无论从检出率还是平均含量看"来
自广西的食用植物油样品中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污染
状况最为严重* &)! 份广西食用植物油样品中"
’7X&’ ’7X*’ ’7G& 和 ’7G* 的 检 出 率 分 别 为
B&?1!e # B!3&)! $’ B1?0@e # B@3&)! $’ 1B?\0e
#1A3&)!$和 &)?1@e#&&3&)!$"其平均含量依次为
*!?!)’!?!1’)?\1 和 )?&* !O3WO* 其中有 *) 份来
自广西的食用植物油样品 ’7X& 含量超出我国规定
的限量标准"占超标样品的 \B?A*e #*)3*B$"占广
西样品的 &A?*0e#*)3&)!$"且超标样品中 ’7X&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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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表 0(不同种类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情况
.<SE#0(/<$NT<ED;;NTT#4;#DK<KE<$D564=64 U6KK#T#4$W64U=DK#U6SE#Z#O#$<SE#D6E

植物油

’7X& ’7X* ’7G&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花生油 )?)B g*)B?)) &B?0) @?)A 1\?!&#&*! 3*&B$ )?)1 g*A?0) 0?)B &?11 1\?@\#&*1 3*&B$ )?)A g&0?&) )?@! )?00 1)?))#&)@ 3*&B$

大豆油 &?@B g0&?)) &B?!) &B?!) &?&)#* 3&@*$ )?1\ g1?!1 0?)& 0?)& &?&)#*3&@*$ )?*! g)?0@ )?0& )?0& &?&)#* 3&@*$

玉米油 0?)! 0?)! 0?)! *?B0#& 3&&@$ )?\) )?\) )?\) *?B0#& 30@$ )?&& )?&& )?&& *?B0#& 30@$

菜籽油 ! ! ! )?))#) 3&&@$ ! ! ! )?))#) 3&&@$ ! ! ! )?))#) 3&&@$

芝麻油 ! ! ! )?))#) 3B)$ ! ! ! )?))#) 3B)$ ! ! ! )?))#) 3B)$

调和油 ! ! ! )?))#) 30\$ ! ! ! )?))#) 30\$ ! ! ! )?))#) 30\$

葵花籽油 ! ! ! )?))#) 3**$ ! ! ! )?))#) 3**$ ! ! ! )?))#) 3**$

色拉油 ! ! ! )?))#) 3&&$ ! ! ! )?))#) 3&&$ ! ! ! )?))#) 3&&$

其他 ! ! ! )?))#) 31!$ ! ! ! )?))#) 31!$ ! ! ! )?))#) 31!$

植物油

’7G* 总量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花生油 )?)1 g*?1) )?*! )?&) &0?!0#*A 3*&B$ )?)B g**&?)) &A?!) A?0! !

大豆油 ! ! ! )?))#) 3&@*$ *?B\ g0B?@) &A?@) &A?@) !

玉米油 )?&) )?&) )?&) *?B0#& 30@$ 0?AB 0?AB 0?AB !

菜籽油 ! ! ! )?))#) 3&&@$ ! ! ! !

芝麻油 ! ! ! )?))#) 3B)$ ! ! ! !

调和油 ! ! ! )?))#) 30\$ ! ! ! !

葵花籽油 ! ! ! )?))#) 3**$ ! ! ! !

色拉油 ! ! ! )?))#) 3&&$ ! ! ! !

其他 ! ! ! )?))#) 31!$ ! ! ! !

注%!表示未检出或无数值

表 !(不同地区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情况
.<SE#!(/<$NT<ED;;NTT#4;#DK<KE<$D564=64 #U6SE#Z#O#$<SE#D6EKTDCU6KK#T#4$T#O6D4=

地区

’7X& ’7X* ’7G&
范围

3#!O3WO$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广西 )?B) g*)B?)) *!?!) &)?!) B&?1!#B! 3&)!$ )?)1 g*A?0) !?!1 *?0) B1?0@#B@ 3&)!$ )?)A g0?A! )?\1 )?0! 1B?\0#1A 3&)!$

山东 )?)B g\B?B) @?&& *?A@ *&?&0#1B 3*B1$ )?)B gB?@* &?!B )?\) *)?))#10 3*B1$ )?)A g&0?&) &?)0 )?!) &B?A@#!1 3*B1$

河北 B?@* g@?0* \?@B @?*0 \?01#1 3B@$ &?&0 g*?)\ &?\0 &?A) \?01#1 3B@$ )?&) g)?&0 )?&* )?&0 \?01#1 3B@$

江苏 0?!B 0?!B 0?!B &?\* #& 31@$ )?1) )?1) )?1) &?\* #& 31@$ )?0* )?0* )?0* &?\* #& 31@$

四川 )?A! )?A! )?A! )?A1 #& 3&)1$ )?0) )?0) )?0) )?A1 #& 3&)1$ )?&\ )?&\ )?&\ )?A1 #& 3&)1$

黑龙江 ! ! ! )?)) #) 3@B$ ! ! ! )?)) #) 3@B$ ! ! ! )?)) #) 3@B$

贵州 ! ! ! )?)) #) 30!$ ! ! ! )?)) #) 30!$ ! ! ! )?)) #) 30!$

云南 ! ! ! )?)) #) 3&@$ ! ! ! )?)) #) 3&@$ ! ! ! )?)) #) 3&@$

地区

’7G* 总量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范围
3#!O3WO$

平均值
3#!O3WO$

中位数
3#!O3WO$

检出率
3e

广西 )?)1 g)?1* )?&* )?)A &)?1@#&& 3&)!$ )?00 g**&?)) *\?\) &*?!) !

山东 )?)1 g*?1) )?0) )?&) \?&\#&A 3*B1$ )?)B g@!?!) &)?!) !?)& !

河北 ! ! ! )?)) #) 3B@$ @?)! g&)?1) A?\* &)?0) !

江苏 ! ! ! )?)) #) 31@$ 0?0* !?0* !?0* !

四川 ! ! ! )?)) #) 3&)1$ &?!! &?!! &?!! !

黑龙江 ! ! ! )?)) #) 3@B$ ! ! ! !

贵州 ! ! ! )?)) #) 30!$ ! ! ! !

云南 ! ! ! )?)) #) 3&@$ ! ! ! !

注%!表示未检出或无数值

平均含量为 B)?!) !O3WO* 此外"’7X& 和 ’7X* 的
最大污染含量均检自广西的样品* *B1 份山东食用
植物油样品中"’7X&’’7X*’’7G& 和 ’7G* 的检出
率分别为 *&?&0e # 1B3*B1 $’ *)?))e # 103*B1 $’
&B?A@e#!13*B1$和 \?&\e#&A3*B1$"其平均含量
依次为 @?&&’&?!B’ &?)0 和 )?0) !O3WO* 其中有
B 份样品 ’7X& 含量超出我国规定的限量标准"占超
标样品的 *0?)@e # B3*B $"占山东样品的 *?*Be
# B3*B1 $" 且 超 标 样 品 中 ’7X& 的 平 均 含 量
0A?*) !O3WO* 此外"’7G& 和 ’7G* 的最高污染含

量检自山东样品* B@ 份河北样品中"’7X&’’7X* 和
’7G& 均检出 1 份阳性样品"其平均含量依次为
\?@B’&?\0 和 )?&* !O3WO"’7G* 在河北样品中未检
出* 1@ 份江苏样品和 &)1 份四川样品中"’7X&’
’7X* 和 ’7G& 各检出 & 份阳性样品"’7G* 未检出*

而来自黑龙江’贵州和云南的样品中均未检出 ! 种
黄曲霉毒素* 从黄曲霉毒素总量的污染状况看"来
自广西的样品中黄曲霉毒素总量污染含量最高"其
污染范围在 )?00 g**&?)) !O3WO之间"平均值为
*\?\) !O3WO* 可见"我国上述 @ 省3自治区中以来



*)&1 年我国部分地区市售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调查!!!徐文静"等 ! B\((( !

自广西的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情
况最为严重*
*?!(不同包装类型

如图 & 所示"散装食用植物油样品中 ! 种黄曲
霉毒素的污染情况普遍高于定型包装样品* 其中"
散装样品中 ’7X& 的平均含量是定型包装中的 0?)A
倍"而散装样品中 ’7X* 的平均含量是定型包装中
的 0?)1 倍* ’7G& 和 ’7G* 在散装和定型包装样品
中的平均含量差异较小* 此外"散装样品中黄曲霉
毒素总量的平均含量是定型包装中的 *?A\ 倍* 可
见"散装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情况
较定型包装严重*

图 &(不同包装类型的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情况
76ONT#&(/<$NT<ED;;NTT#4;#DK<KE<$D564=64 #U6SE#Z#O#$

<SE#D6E[6$L U6KK#T#4$><;W<O64O$R>#=

*?1(协同污染
本次调查中"\0@ 份食用植物油样品经 ‘:F9

确证后共有 &0* 份检出 & 种或 & 种以上的黄曲霉毒
素* A1?!1e#&*B3&0*$的阳性样品检出 * 种或 * 种
以上的黄曲霉毒素* 其中以 0 种黄曲霉毒素同时检
出的 样 品 数 最 多" 占 阳 性 样 品 数 的 B)?B&e
#@)3&0*$* ! 种黄曲霉毒素同时污染的样品数占阳
性样品数的 *&?A\e#*A3&0*$"而 * 种黄曲霉毒素
同时检出的样品数占 &*?@@e # &\3&0* $" 仅有
!?11e#B3&0*$的阳性样品检出 & 种黄曲霉毒素*

可见"在黄曲霉毒素检出阳性的食用植物油样品
中"! 种黄曲霉毒素的协同污染现象较为普遍*

0(讨论
本次调查采用 -F8V’法对食用植物油样品中

’7X& 含量进行初筛"并对初筛后的阳性样品采用
‘:F9法进行 ! 种黄曲霉毒素含量的复测"既可提
高检测效率"又可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(B) * 本研究发
现"我国食用植物油中存在 ! 种黄曲霉毒素协同污
染现象"并以 ’7X& 为主* 且 ! 种黄曲霉毒素的污
染情况在不同种类’地区和包装类型的植物油中存
在一定差异* 相比而言"花生油和来自广西的植物
油样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为严重* 散装植物油
样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也比定型包装样品中

的高*
殷国英等 (\)报道的结果显示"相比其他种类的

植物油而言"花生油中 ’7X& 的检出率和超标率较
高"且散装花生油中 ’7X& 的污染比定型包装的更

高* 陆晶晶等 (@)也报道了类似的污染情况* 本调
查还发现"来自广西的食用植物油样品中黄曲霉毒
素的污染含量高于其他调查地区* 刘展华等 (A)报
道了 *)&! 年广西城乡食用植物油中 ’7X& 的污染
情况"其 ’7X& 含量为 )?1 g0*) !O3WO"总体超标率
为 *1?&!e"高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#’7X& 含量为
)?)B g*)B?)) !O3WO"总体超标率为 &A?*0e$* 目
前有关我国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调查的
结果存在一定差异"这可能与采样时间’采样地点’
检测方法等不同有关 (&)%&&) "因此"需要定期对食用
植物油中的黄曲霉毒素进行全面监测"以掌握其污
染现状及趋势"从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* 在包装类
型的分析中"散装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污染含
量较高* 这可能是由于散装的食用植物油大多来
自小作坊"其原料采集’加工工艺和生产质控等存
在一定的不足"因此"建议消费者慎重选购散装的
食用植物油产品"并且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应加强对
散装植物油的抽检*

食 品 科 学 委 员 会 # V;6#4$6K6;9DCC6$$##D4
7DDU"V97$于 &AA! 年 A 月 *0 日明确了黄曲霉毒
素是一类致癌物的观点"认为对食品中黄曲霉毒
素总量制定限量标准比单独对 ’7X& 制定限量标
准更为科学* 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定的相关标准有
所 不 同* 如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# 9DU#5
’E6C#4$<T6N=9DCC6==6D4" 9’9$规定未加工的花生
中黄曲霉毒素总量的限量为 &1 !O3WO* 美国食品
与药物监督管理局#7DDU <4U aTNO’UC646=$T<$6D4"
7a’$则对所有食品 #除牛奶外$中黄曲霉毒素总
量的限量要求为 *) !O3WO* 欧盟规定用于加工的
油籽中 ’7X& 最大为 @ !O3WO"黄曲霉毒素总量最
大为 &1 !O3WO* 日本则规定所有食品中黄曲霉毒
素总量不得超过 &) !O3WO(&*) * 我国是食用植物油
生产和消费大国"面对日益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"
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出口贸易形势尤为严峻* 然
而"目前我国仅有关于食品中 ’7X& 的限量标准"
尚未针对黄曲霉毒素总量的限量进行要求"相关
的食品安全标准也亟待建立和完善* 对于生产企
业应加强原料把控"工艺优化和自检自控等措施*
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"重点监测花生油和散装
食用植物油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"以确保消费者
的健康"共同促进植物油产业的长足发展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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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监测

多元统计分析在小麦粉产地溯源中的应用

王晶!黄伟雄!李敏!许秀敏!梁旭霞!黄泓耀
!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重金属参比实验室"广东 广州(1&&!0)#

摘(要!目的(筛选小麦粉产地溯源特征元素!为深入挖掘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!开发成熟有效的食品溯源技

术积累基础% 方法(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河北省$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江苏省共计 &\0 份小麦粉样

品中的 &) 种无机元素含量!利用主成分分析":9’#$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":FV%a’#$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

"+:FV%a’#建立模式识别模型!考察建模效果% 结果(:9’模型可以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样品与其他两省实现分

离&:FV%a’可以实现 0 个地区样品的分离&河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$江苏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均在 +:FV%

a’模型中得到良好分离% 结论(利用 :9’$:FV%a’和 +:FV%a’三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河北省$新疆维吾尔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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